
近日，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网络手

游引发媒体热议和社会广泛关注，其中焦

点之一在于学龄青少年沉迷游戏，导致学

业荒废、模拟和现实界限模糊等问题。案

例显示，有的学生表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玩游戏的欲望。对此，有批评观点认为，以

“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手机游戏毒害了青少

年健康，是社会公害，应予严加治理。

视某种娱乐方式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已

不止一次。比如卡拉 OK、电视剧、小说、互

联网、游戏厅、网络游戏、网吧等，几乎都曾被

冠以毒害青少年之名。回过头来再看，显然

当时社会反应过激了。它们既没有成为洪

水猛兽，也没有达到不可控的地步，倒是符

合文化产品生命周期的规律，兴盛有之，衰

败亦有之。今天的手机游戏也一定有其自

身的生命周期，不用打击也会衰败。

既然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为什么媒

体和大众仍会对它口诛笔伐呢？其原因一

方面大约是此类内容传播影响力强，导致

网络媒体趋之若鹜蜂拥而上，形成了集中

传播；另一个重要方面，恐怕还是我们的社

会对于传统教育体系有种不自信。这种不

自信，从网友一句话便可窥端倪：“教育了

孩子十多年，还不如‘王者荣耀’一个月。”

媒体和大众对于游戏危害的担忧，也

是基于对传统教育方式和能力有清醒认识

之上的担忧。大家心里明白，根本“拼不

过”。我们的传统教育，以自上而下的知识

灌输为主，强调体系化，而游戏以引导人主

动探求为主，依赖碎片化；传统教育重视成

绩和分数，以填鸭和题海为主要手段，游戏

以竞技和荣誉感为驱动，吸引玩家主动练

习摸索；传统教育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宣教

价值观，游戏以规则和秩序潜移默化地传

输价值观。可以说，“王者荣耀”的问题，是

教育跟不上当今时代发展的问题，是教育

手段和实施水平相对落后的证据。

更何况，当前的教育又大量存在“课外

补习重于课堂授课”的恶劣现象，犹如劣币

驱逐良币，谁不参加补习谁就落后于人。

这种教育投资的“高支出、低效率”本就令

许多家长苦不堪言又无法破解。恰在此

时，“王者荣耀”带来的冲击就更显突出。

笔者认为，与其担忧“王者荣耀”带来

的伤害，其实更应担忧教育手段迟迟难以

更新，以及教育的职能逐步滑入功利性泥

潭所带来的伤害。当教育手段仍停留在照

本宣科、文山题海的水平，现实世界已借助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变得日益虚拟和网络

化，以致于课堂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正日渐

拉大。同时随着教育的功利性，包括商业

功利性和阶层功利性的不断放大，其整体

的外在表现与所宣扬的价值观设定也在逐

步脱节、错位，加剧了人们对教育体系的不

信任。

而这些，却正是“王者荣耀”长于传统

教育之处。所以我们批驳它，限制它，大约

只能解一时之痛。若要长治，或者说要想

让传统教育不惧网游来袭，恐怕要在批驳

之外，虚心向“王者荣耀”学习点什么了。

教育体系诚然硕大无朋，调整和改动都颇

费周章，但若不抓紧向学，“王者荣耀”之后

怕是还要有“张者荣耀”“李者荣耀”了。

虚心向学，方可杜绝“王者荣耀”现象

近来，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网游引发

大众关注，一些人将之视为游戏的成功典范、

现象级产品，一些人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大众

“毒药”。那么，“王者荣耀”现象提出的真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应该是当代中国

文娱领域如何进行专业化治理，或者说，今天

的中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文娱需求。

回答“王者荣耀”现象提出的这个问

题，至少需要考虑两个条件。

其一，互联网的广泛渗透推动了交互

性文娱产品迅猛发展。网络游戏，不妨看

作科技改变文娱的最新成果之一，也是目

前最具综合性的一种文娱形态，不论是故

事设计、人物设定、情节结构还是精美的画

面，都给游戏者以极大的快感，同时还给他

们带来美感。“王者荣耀”作为网络游戏中

的佼佼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诱惑力，让人

沉溺其中、欲罢不能，与它在艺术上取得的

成就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王者荣

耀”在色情、价值观等问题上恪守了底线，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款“内容”无害的

游戏，正因为如此，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实

际上是“程序”意义的。

其二，文娱领域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网络游戏可能是目前市场化程度最深的一

种文娱产品，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市场的依

托，它就无法存在。当资本进入文娱领域，

寻找自我增值的载体时，网络游戏可能是

最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逐利是“王者荣

耀”们从娘胎里带来的、无法摆脱的属性。

它之所以美轮美奂、追求极致，动力来自于

此，它之所以需要被监管，原因也在于此。

时至今日，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

资本的市场活动必须受到合理的监管，而文

娱产品的生产传播也需要接受必要的审

查。那么，作为资本的文娱载体的“王者荣

耀”们，当然不能享有免于监管和审查的权

利。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娱领域专业化

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王者荣耀”现

象提出的问题，最重要的还在于加强监管。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更加严格、更加

专业地落实有关部门关于游戏产品的备案

和审查制度。而且，此种审查不应仅停留

在行政程序意义上的形式审查，而应广泛

吸纳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领

域专业组织和人士，听取客观、专业的意

见。同时也应对审查行为本身加强监督，

避免审查本身沦为网游产业链的一环。

另一方面，应按照分级、分时的原则强

化监管。所谓“分级”，是指主管部门应对

网络游戏实行分级管理，明确哪些可以在

全民范围内推广，哪些只能向成年人提

供。分级的标准除了游戏的价值观、内容

等外，还必须考虑其成瘾性强弱。实际上，

只有在分级制的基础上，目前正在推行的

游戏用户身份登记等“限玩”措施才有意

义。所谓“分时”，则是指游戏运营商应对

游戏开放时段作出限制，这不是指上线若

干时间必须下线，其实，这样的举措有时反

而激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热情”。

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分时段开放游戏登录，

比如经评级认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玩的游

戏，不妨设置为“深夜游戏”，只能在深夜时

段开放。这样，就在客观上为家长配合对

未成年人实行游戏监管提供了可能，也便

于巩固监管的效果。

或许有人说，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离

不开游戏运营商和每一个人的自律。但不

论是一个企业、组织，还是个人，任何自律

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对明晰的外在规

则的内化。加强监管并随着社会文明进

步，不断调整监管的尺度和方式，正是自律

习惯养成的最好办法。

与其限玩，不如推进分级分时管理

国内空调行业的两大巨头格力和美的打

响了新一轮专利战。

继格力将美的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索

赔 5000 万元后，美的也将格力先后诉至苏州

和广州，发起的三件纠纷累计索赔 4000 万

元。双方诉讼对垒的味道非常浓厚。

那么，两家在专利诉讼上的“你来我往”，

到底是向技术要市场回报？还是通过诉讼探

明司法赔偿的上限呢？

格力索赔 5000 万元的诉求可谓颇为讲

究。截至目前，在国内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案

中，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最高判决赔偿额纪录暂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保持，赔偿金额总计为 5000 万元。由此可

见，格力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美的专利

侵权，索赔金额 5000 万元的确立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

而从美的应对看，却有点“匆忙应战”。

从起诉专利来看，美的选择三件专利，一件是

发明专利，另外两件是实用新型专利，从起诉

法院选择来看，美的选择了苏州和广州两地，

而从索赔金额来看，起诉三件专利侵权累计

索赔额不过 4000 万元，尚不及格力诉美的一

个案件的总金额。

这意味着，美的对于格力的侵权起诉，应

该是始料不及的。因此，从应对策略和速度上，

就有了比较大的差异。从第一轮的专利诉讼

攻防战上看，格力占尽了优势和先机，其在受理

法院选择和索赔金额拟定方面，做足了功课，而

美的的回应虽然迅速但也显得仓促。

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发此轮空调行业专

利攻防战的大背景是，国内法院知识产权案

件判赔金额大幅提升，增强了企业起诉索赔

的信心，也让企业看到了技术换取合理市场

回报的可能。

从空调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传统空调

的黄金期已经触顶，下滑已经是不可逆的趋

势。数据显示，中国空调市场的零售规模呈

现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价格、营销之外，各

大空调厂商必须依靠技术获取更高的收益。

一方面，通过新品争夺塔尖用户，另一方面，则

需要对存量市场或已销售市场进行“收割”。

而这也就成为格力和美的两家空调巨头

在专利上大打出手的关键所在。其一，可以

让自身的技术创新换回相应的市场回报，其

二，则争相展示各自的技术实力，为更多跨

界、跨业的合作打下伏笔。

对于整个空调或家电行业来说，只有价

格战没有技术战是不完整的。在国内市场需

求日趋饱和的背景下，行业洗牌也不可避

免。可以说，谁的技术更扎实，谁的创新更

多，谁就可能在未来的竞争占据更为主动的

优势。因此,两大空调巨头主动掀起专利大

战，对于其他空调厂商的影响不容小觑。

格美专利战：
探保护上限，要技术回报

超仿真机器人索菲亚（Sophia）做客某

美国脱口秀节目，全程面部表情丰富、机智

幽默，把靠嘴吃饭的主持人调侃得颇为无

奈。人们鼓掌称赞 Sophia 聪明可爱的同

时，被迫害妄想症不禁又发作了。Sophia

是个美女，所以这次讨论最多的是人与人

工智能的感情纠葛。

人类会爱上机器人吗？这无需大惊小

怪。人是感情动物，对任何事物产生感情都

是人之常情。前一段时间家里买了台扫地

机，干活认真可靠，确实智能得令人喜爱。

扫完地，我忍不住拿了条新抹布给它擦“身

体”，老公则边掀开盖边说：“爸爸给你清理

尘袋，”顺便告诫一旁观看的小狗——“这是

你小弟，以后它工作时你不许捣乱。”

某种程度上，人类喜爱自己的人工智

能商品，和喜爱自己的宠物一样。但反过

来，人类得到的回应却有本质区别。所有

哺乳动物都通过情感，即意识和感受来解

决问题，比如狗对主人的爱是出于一种主

观感知；而人工智能只不过一直在发展智

能上屡屡突破，在发展意识上却为零，机器

人对主人的忠诚终究是程式设置的结果。

赋予人工智能自主意识只出现在科幻世界

里，源于人类恐惧并兴奋着的意淫。

Sophia 美女的喜怒哀乐，或许可以理

解为一种情感智能。可能正如《未来简史》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的那样，人工智能

会拥有杰出的情感智能，或往超级智能体

的方向发展，达到和哺乳动物一样的效

果。然而，作为人工智能的缔造者，人类到

现在都没搞清大脑如何产生意识，遑论造

出有意识的机器人？至少，现在讨论机器

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情、欲望，甚至取人

类而代之云云还太早。

人类也许会爱上机器人，因为机器人

忠诚、友善又能察言观色，早晚有一天会让

你的配偶相形见绌。当然，人类一天不把

意识问题理解透彻，就无法得到机器人真

正的“爱”，但这阻挡不了人类无法自控的

爱。其实，人类爱上机器人也未必不好，谁

说在欢乐的机器和乏味的人之间非要选择

人，才叫合乎伦理？机器作为情感的竞争

者，或许能刺激那些不合格的人，表现更好

一点。那将是人工智能为人类快乐做出的

最大贡献。

人类爱上机器人没啥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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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宣布，7 月

17日起，铁路部门将在全国 27个主要高铁客

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

客提供更多品种、口味的餐食服务，这标志着

中国铁路首次将餐饮服务大门向社会开放。

此事虽然早有预期，但一经“宣布”，还

是引起了人们不小的关注。这也难怪，中

国高铁享誉全球，可以说是交通领域的“互

联网”，但让人不爽的是，由于条件所限，在

高铁上“吃”的烦恼一直存在。而今后这一

烦恼将得到缓解。表面看，这是丰富高铁

餐 饮 品 种 ，方 便 旅 客 用 餐 的 一 项 服 务 举

措。实际上，体现了铁总着力提升旅客获

得感的决心。

高铁“网络订餐”是好事，但具体运作还

需完善配套举措，着力如何把好事办好。首

先，网络订餐对旅客而言，虽然多了不少选

择，但旅客更注重经济实惠。可知的是，这些

可以向乘客提供餐饮的企业都是经过筛选

的。不知的是，与车上餐饮相比，其具体优势

何在？如果价格很高，选择有限，那就有违初

衷，让“网络订餐”流于空谈。因此，如何让网

络订餐为旅客所青睐，有更多实质“内容”，就

成为关键。

其次，从报道看，通过 12306 网订餐流程

似乎比较简单，明确所订餐食费用（含配送

费）均按社会网络订餐规则办理也比较合理，

但有人提出，能否利用现有的市面上有名的

网上订餐平台，让旅客随心所欲使用？

再次，线下的订餐如何更好地通过车站

送到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提供服务的站

点如何进一步“扩容”；餐饮如何明码标价，并

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提供者、食

品生产经营者、食品配送单位等相关资质、准

入条件、餐食卫生等进行监督，进而为旅客提

供安全放心的餐饮食品等，都是好事如何办

好的“要素”。

高铁推出“网络订餐”，是铁路深化运输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公平开放的高

铁餐饮市场，满足旅客多样化需求的新举措，

绝对是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好，显然不能一

“推”了之，而是还有许多文章可做、要做。

高铁“网络订餐”
好事如何办好

张国栋

7 月 4 日，宋慧乔和宋仲基宣布要结

婚，很多人为此兴奋了一天。紧接着，7 月

5 日，很多人又兴奋了一晚，因为时隔一个

月，咪蒙更文了。23:11，咪蒙更文：《宋仲

基&宋慧乔：对于一见钟情这件事，我该道

歉，还是结婚？》，很快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和

点赞量就超过了 10万。

粉丝表示：终于等到你！甚是想念。

除了咪蒙，之前被永久封号的毒舌电影、严

肃八卦等大号也已“卷土重来”。但是这

次，他们的内容定位正悄然发生变化，文章

正能量正在逐渐增多。

近几年，呼风唤雨的自媒体横行于

野，如咪蒙、毒舌电影、严肃八卦、卓伟等

多个知名大 V 长期霸屏。在以靠博眼球、

吸流量，娱乐至死的“眼球经济”为新嗜性

的互联网时代，他们尽可能投网民所好，

尽可能做到无下限。

无下限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一

篇《嫖娼简史》断送了咪蒙千万粉丝流量，

但究其根本，是其长期剑走偏锋，迎合大众

的“咪蒙体”成为被禁言的“命门”。

实际上，咪蒙早期的很多推文满满的

正能量，但是后期的很多推文商业戾气太

重，标题也多以“性”暗示为主。难道作为

资深媒体人咪蒙就不知道，这些文章会引

起社会争议？

与咪蒙观点犀利、直言直语一样，毒舌

电影一贯不走寻常路，嬉笑怒骂不乏“挖苦

贬损”，“毒”得大胆，所以才能短时间内声

名鹊起。不过，后来为迎合娱乐八卦，例如

《我恳求判“刺死辱母者”无罪》之类的推

文，是热点但和电影关系不大。

而毒舌电影被封后，经过 20 天左右的

沉淀新号变身的“Sir电影”，近期推文核心

在电影，标题上也重在突出文字的魅力，不

完全是在博眼球，在传播煽动性、情绪化方

面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回望来时路，若自媒体内容生产者只

以经济利益为驱动，道德失守，底线丧失，

封号是他们今天也是明天的归宿。与其喊

冤叫屈，倒不如深刻反思一下自媒体营销

思路，多生产一些富有养分的内容。

尽管每个行业属性不同，但回归点是

相同的：利益。实际上，商界最基本的准则

就是，不欺诈用户群体，不挑战政策、道德

底线。很多人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铤而走

险，知法犯法，知错而上，尚不知，置社会法

则于不顾，践踏国家政策，突破社会底线，

都是自杀式灭亡的冒险。

唯有不碰触政策上、道德上的红线，

“封号”“黑名单”这种“奇遇”才不会被撞

上，才能安全度过一波又一波的行业审查

“寒冬”，才能让苦心经营、突破重重突围的

自媒体，更长久、更健康存活下去。毕竟，

无底线始终会被淘汰，人们记住的是，有坚

守、有底线、有营养的你。

咪蒙“卷土重来”
守底线才能活

马爱平

随着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越来

越大，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询问为什么中国

的原创科技成果少，而且有不少声音进而

质疑中国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相同的情况在美国崛起时也发生了。

当时的欧洲非常“鄙视”美国对欧洲技术的

“山寨”，认为美国的科技缺少原创。欧洲

对美国这种“鄙视”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国早在十

九世纪末期就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

了。当然美国各界也从自身的发展阶段对

于欧洲当时的“鄙视”给予了各方面的解释

甚至是“反击”。所以，即使中国现在在科

技方面的原创不够多，也是和现在中国所

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1997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贾德·戴蒙德写作了《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对 13000 年来不同

地区文明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其中专门讨

论了人类历史上技术的演进过程，认为一

些咱们认为的所谓划时代的原创其实都是

人类互相学习结果，比如蒸汽机的发明等，

并下结论认为“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

可能会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

按照贾德·戴蒙德的逻辑，很难说某项

技术或者发明一定是源自某个地区的原

创；其次，如果的确有原创的话，那么对某

项原创的大面积应用可能更为重要。比如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印刷工

具的出现了，但能够因为毕昇和古登堡的

印刷技术不是原创，而忽视或者贬低他们

的工作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么？再比如，不

管是哪个地区的文明原创了文字，不管中

国是不是文字的原创地之一，但是文字在

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传播与

应用，而且中国将文字辐射到周边的地

区。所以即使文字不是中国原创，在文字

方面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也是大大的。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在原创方面并不

差，只是按照《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

的命运》的观点，不同地区的文明在技术进

步方面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事实上，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已经站在人类已有科技

发展的基础上，和世界上的科技学术工作

者一道，共同推进科技朝更高、更远的方向

发展。而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推广应用

最新的科技成果，让如此巨大的人口收益，

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极大贡献。

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是对人类的极大贡献

李锋亮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发布官方消息称，“广告神医”胡祖秦涉嫌虚假
广告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是以“刘洪滨”为代表的电视广告

“神医”事件发酵后，由警方抓获并公开发布信息的第一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日，一款手游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成为舆论针锋相对的对象。作为最受“小学生”群体喜爱

的游戏，“王者荣耀”目前注册用户超过 2亿，日在线人数达 5000万。但青少年玩游戏上瘾的负面消息，使其

不得不推出“限玩”措施。“王者荣耀”的功过是非，到底该如何评说？


